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田土壤培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农田土壤培肥>>

13位ISBN编号：9787030237569

10位ISBN编号：7030237560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徐明岗  等编著

页数：625

字数：926000

译者：李菊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田土壤培肥>>

前言

　　“国以土为本，民以食为天”。
土壤是农业生产最为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我国人口众多，耕作土壤资源有限，而且人口逐年增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国土资源部统计资料显示，1996～2006年，我国的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①减少到18.27亿亩，净减少
了1.24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也从1996年的1.59亩降到了2006年的1.39亩，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42％，约相当于美国的15.7％、印度的62％。
　　我国耕地不仅人均数量少，而且总体质量不高，在18.27亿亩耕地中，高产田仅占28 9／6，低产田
为32％，大部分农田处于中低产田范畴。
在所有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耕地只占39.8％。
我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仅为18 g／妇，旱地土壤有机质平均为10g／kg左
右，与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耕地的地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我国土壤因集约化种植和超强度利用而导致退化现象严重，如东北黑土土层减薄、有机质降低、结构
性变差、生产能力逐步减退等。
据吉林省的调查和定位观测资料，近20年来，在一般的耕作施肥条件下，黑土耕层有机质含量平均每
年下降0.01个百分点。
此外，我国因耕作和施肥不当而引发的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化、酸化、次生盐渍化、养分非均衡化等
退化农田达到总耕地的40％以上。
　　耕地质量的差异显著影响作物产量和粮食安全。
目前我国玉米生产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美国最高试验单产达到32 t／hm2，玉米带平均单产12 t／hm2，而我国平均只有5.1 t／hm2，产量较高
的东北地区也只有7.5 t／hm2左右。
　　目前我国化肥消费量大，利用率低。
2005年我国化肥消费量占世界化肥消费总量的32%。
如何充分发挥化肥的增产和培肥地力的作用，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最突出的科学问题之一。
我国化肥应用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养分间不平衡，普遍重视施用氮、磷化肥，轻视钾肥和忽视中微量
元素施用，致使肥料利用率降低、农产品品质下降和环境质量受到不良影响等。
我国目前当季化肥利用率不高，氮肥当季利用率仅有30％～35％，损失很大，严重影响施用效益和环
境质量。
　　有机肥料的施用（包括作物秸秆和绿肥）在土壤培肥和作物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利用好有机肥料，可充分发挥其培肥地力、增强植物抗逆性、促进有机废弃物和城市垃圾的开发利用
、保护环境和修复净化土壤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等作用。
我国有机肥料资源丰富，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增加。
据估计，我国近年来来自农业系统内部的有机养分资源（包括粪尿类、秸秆类、绿肥类、饼肥类）每
年就高达40亿t，可提供粗有机物7.08亿t，氮、磷、钾养分5316万t（其中，N为2176万t，P2O5为870万t
，K20为2270万t）。
此外，还有城市生活垃圾2亿t，城市污泥0.2亿t，肉类加工厂废弃物0.5亿～0.65亿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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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阐述我国农田地力培育的土壤学基础以及农田培育的关键技术和分区管理技术，为我国农田
土壤培肥和耕地的持续利用提供依据，以促进我国土壤质量提升和粮食安全水平的提高。
全书分两大部分共24章。
第一部分重点阐述了我国农田地力培育的理论与关键技术，包括农田土壤有机质平衡理论与提高技术
，有机肥的高效利用原理与技术，作物秸秆还田原理与技术，土壤综合培肥原理与模式等。
第二部分分区论述了我国典型农区(主要省区)的农业生产、有机肥料资源、地力状况和相应的培肥理
论与技术体系，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农田培育技术与模式。
    本书可供从事土壤学、植物营养学、作物栽培学、生态学等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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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国耕地地力状况与粮食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源”。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我国农业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耕地为人类和生命提供了最基本的食物来源，就产出而言，人类消费的80％以上的热量、75％以上的
蛋白质以及部分纺织纤维都来自于耕地。
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人口的持续增加给耕地资源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长期以来我国对耕地资源的低
效利用造成的耕地数量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扭转。
　　自从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大会提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期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
足够食物”的粮食安全观开始，粮食安全的内涵一直在不断地充实和拓展，由数量安全延伸到质量安
全，由国家粮食安全细化到家庭粮食安全，由营养安全深化到司持续安全。
至此，2001年世界粮食安全大会提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富有营养
和安全的食物”。
中国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是“立足基本自给，并适度依靠国际市场”。
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粮食消费大国，粮食生产的自然资源本来就极其稀缺，而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的持续增加却导致社会对耕地资源提出了更高的消费需求。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耕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最直接地影响着粮食的自给能力，同时在耕地数量
减少趋势短期内很难扭转的形势下，耕地质量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变得尤为显著。
因此，加强耕地资源的保护、管理和有效利用，确保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我国为实现国家粮食安
全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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